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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知识产权也是作为考试的重点，所占分值相对较多，

平均每年都占12分以上。 以往的考生在复习过程中，总是觉

得这部分内容比较多，既涉及国际公约的规定，又涉及国内

法的规 定，还包括实施条例和司法解释。因此复习时难以区

分主次，只好眉毛胡子一把抓，效果不是很好。针对考生的

这一问题，结合历年司法考试的特点，提出如下学习方法，

供考生参考。 一、复习时分两个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是有关

知识产权的基本内容和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这部分内容重

点掌握两个知识点：知识产权的范围；我国参加的知识产权

的国际公约。 有关知识产权的范围，考生需要掌握TRIPS的

规定，特别是TRIPS特有的规定，例如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未公开的信息等。 有关我国参加的知识产权的国际

公约部分，考生要重点掌握各公约的保护对象，如《伯尔尼

公约》是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另外，有关国际公约的基本

原则要掌握。 第二部分，是三个部门法，著作权法、商标法

和专利法。 这部分内容，考生在复习时总感觉内容多而杂，

进行细致、全面的复习困难较大，有选择性的重点复习又怕

挂一漏万。实际上，三个部门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个

部门法主要由五个制度组成：主体制度、客体制度、权利内

容制度、管理制度和法律保护制度。考生可围绕这五个部分

进行复习，复习时可以采用横向比较的方法，区分部门法对

相关问题的相同和不同规定，重点掌握不同点，因为法律对



相关问题的不同规定往往也是考试的重点。 (一)主体部分，

要掌握哪些人可以成为权利人？如何才能够成为权利人？例

如，著作权法中作者可以成为著作权主体，那么需要掌握相

关的问题，诸如，如何认定作者、作者的范围、著作权的归

属等问题。专利法中规定发明人、设计人及发明人、设计人

所在单位可以成为专利权人。那么需要掌握相关问题，诸如

，个人发明和职务发明创造；如何认定发明人、设计人；权

利归属等问题。 (二)客体部分，要掌握法律对客体的要求和

内容。如著作权法对作品要求要具备独创性、可复制性；保

护的作品和不予保护的作品。商标法对注册商标要求具备显

著性，规定了注册商标不可使用的标志等。专利法对新颖性

、创造性、实用性的要求；不予专利保护的智力成果的规定

等。 (三)权利内容部分，要掌握权利人享有的具体权利有哪

些以及如何取得权利等问题。例如，著作权人享有的发表权

、复制权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具体内容。专利权人享有的制

造权、使用权、销售权、许诺销售权和进口权等具体内容。

商标权人的专有使用权、禁止权等具体内容。各种权利产生

的途径，诸如，专利权和商标权的申请、审查和批准程序；

著作权的自动保护等。 (四)管理制度部分，重点掌握法律对

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诸如，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和法定

许可制度及保护期的规定；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制度、指定

许可制度、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情形及保护期的规定；商标

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和保护期的规定等。另外，对专利权、

商标权权利的无效补救的规定要予以重视，诸如，专利权的

无效宣告、商标权的争议等内容。 (五)法律保护制度部分，

重点掌握侵权行为的表现和侵犯知识产权的法律责任两部分



。法律责任部分重点复习民事责任的内容，诸如，归责原则

问题、管辖权问题、诉讼时效问题、举证责任倒置问题、诉

前临时措施问题和侵权损害赔偿问题。 二、复习时要紧密结

合法条 要做到充分理解法条的含义和内含的立法精神，千万

不要只会死记硬背，不会正确运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

于《实施条例》和《司法解释》以及有关的国际公约的掌握

也不容忽视，当然，不需要掌握所有的内容，考生只需将指

导用书中涉及的内容掌握了就可以了。 特别注意对修改后的

内容特别是新增加的内容的复习，这将作为一定时期考试的

重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